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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ports on typical characters has been a long traditional history news reporting way in China. It 
reflects China’s typical characters in social and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the typical report. Although 
it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ublic opinion during the times of the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in 
China, there has been weakening phenomenon in recent years. The phenomenon comes from economic and 
social reasons, and more reports can’t adapt the social needs along with the times. This article tries to re-
port the reasons causing the typical report weakening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ypical character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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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典型人物报道是我国新闻媒体报道中具有悠久的传统新闻报道方式。通过大量的典型报道，

我们可以看出其反映出我国的典型人物报道社会与历史的自身特点。虽然典型人物报道在我国的革命

和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宣传作用，但是近年来出现了弱化的现象。这一现象的产生，既有经

济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方面的原因，更具有报道方式不能与时俱进地适应社会需要的原因。本文试

图对典型报道弱化的现象所产生的原因，来探讨出我国典型人物报道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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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典型人物报道是我国新闻媒体的重要报道形

式，这种报道形式对落实我们党“全党办报”和“群

众办报”的具体新闻报道表现形式之一。典型人物

报道在我国新闻报道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存在较长的

时间。1942 年 4 月 30 日，《解放日报》上刊发了《模

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从此开启了我国典型人物 

报道的发展历史。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是，

在这种典型报道中出现了弱化现象与问题。同时，

在国内学术界也出现过对典型人物报道是否存在弱

化的现象，也存在不一致的观点，至今也没有达成

一致的认识。这就需要我对此现象进行进一步的分

析与研究，进而为这一现象试图找出一些相应的对

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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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国典型人物报道历史演进 

2.1. 典型人物报道的界定 

“典型人物报道指的是报道者对社会生活中先

进而又具有普遍的社会指导意义的人物所作的深度

报道。”[1]从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典型人物进

行宣传主要目的，是要宣扬社会中具有典型的积极的

人物，来反映社会现象、对社会舆论进行引导，从而

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我党主张提出“用先进的

理念教育人，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就是大力提倡

运用与宣传存在于我们身边的一些活生生的典型人

物进行多种形式的报道，从而最终发挥新闻传播舆论

的积极导向作用。 

2.2. 我国典型人物报道的历史演进 

1942 年 4 月 30 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刊发了《模

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从此开启了我国典型报道

的发展历史。典型人物报道在我国的宣传报道中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它在我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中具有其

特殊的地位和重要的作用。在我国革命年代和社会主

义革命与建设中涌现的无数典型人物与事件，通过对

这些存在于我们身边活生生的典型人物事件，通过新

闻舆论的途径进行多种形式的宣传，既可以报道这些

典型人物的感人事迹，又可以充分发挥宣传舆论的途

径，着重发挥这些典型事迹在现实生活中所产生的宣

传与示范作用。新中国解放以来就涌现出诸如孟泰、

黄继光、邱少云、王崇伦、郝建秀、雷锋、焦裕禄、

徐虎、李素丽、孔繁森等一批耳熟能详的典型人物，

这些人物的诸多感人事迹就是通过不同的新闻媒体

进行报道而被大家所熟知的。 

朱清河在《典型报道：理论、应用与反思》一书

中，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典型报道大致分为 5 个发展

阶段：典型报道的顺利期(1949~1956 年)；典型报道的

曲折期(1957~1965 年)；典型报道的悖论期(1966~1976

年)；典型报道的复苏期(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中

期)；典型报道的低潮期(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至今)[2]。

加上 1942 年典型报道的萌芽期，我国的典型报道大致

可以分为六个发展阶段。由于我国的典型报道主要通

过许许多多的典型人物来进行体现，所以我国的典型

人物报道所呈现出的历史发展阶段具有一致性，因此

我国典型报道与典型人物报道所体现的历史发展阶段

与的历史演进相一致。 

3. 产生典型人物报道弱化的主要根源 

3.1. 当前典型人物报道弱化的现状 

“在延安根据地的《解放日报》上……一年时间

里报道的人物新闻就有三千多条，开创了一代新风。”

虽然典型人物报道，在我国的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

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涌现了诸多的模范和

先进人物。可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的典型报道

在新闻媒体中，不仅在报道数量上而且在报道后所产

生的社会影响力方面均处于一个弱化的趋势，呈现出

弱化的现象。《光明日报》所宣传的典型人物“平均

每两三天就有一位知识分子先进人物被请上报纸”，

到九十年代的 1994 年新华社“平均每月 2 个”到 1996

年以来中央媒体一二个月推出一个[3]。这些现象的产

生让我们不得不对典型报道中产生弱化的现象进行

反思。 

3.2. 当前典型人物报道弱化的原因 

在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和媒体迅速发展的今天，之

所以会出现典型报道弱化现象，我认为是主要由于以

下几方面的原因： 

1) 追求经济利益忽视社会效益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不断深入，社会经

济各界取得一个又一个成绩与进步的同时，人们追求

由过去以精神信念的为主转化为一切以经济利益为

中心。在许多传播媒体与受众中，追求眼前的经济利

益而不顾国家、他人、家庭事件的发生与报道频见媒

体与报端，这反映出人们在迅速发展的生活中正被经

济所迷失方向，忽视了媒体的社会责任意识及其所应

承担的社会责任。在社会迅速发展到今天，人们不能

仅仅追求眼前的物质利益、满足精神方面的享受，而

要树立起崇高的理想与信念，善于利用包括媒体在内

的多种手段树立全民的良好的道德观念。 

大量媒体为了一味迎合受众的口味，大量低级趣

味的文娱报道、时尚报道屡见报端，而对媒体起到舆

论引导作用的典型报道不予重视。只注意迎合人们文

化舆论消遣的需要，不同程度忽视了媒体的导向作

用，忽视了媒体在现代化建设中的社会作用，不同程

度上使新闻报道走向平庸化，极大地削弱了典型报道



我国典型人物报道弱化及特征 

Open Access 11 

的积极传播效果。造成了“正面典型报道不仅没有产

生良好的作用，反而具有负效应”[4]。由于典型人物

是来自群众，是广大群众的一员，已被广大群众所接

受和认可，是老百姓心目中的真正的典型。这样的典

型报道以后，才能让广大读者觉得可亲可近，其所形

成的媒体舆论场才会和老百姓的口头舆论场相一致，

才会形成共鸣和轰动效应[5]。 

与此同时，一些大众传播媒介也在追求着经济利

益最大化为其工作目标。新闻媒体最求经济利益的最

大化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也必须要把经济利益和社会

利益统一起来，不能单纯为了取得眼前的经济利益而

忽视或淡化社会效益，这样做是不可取的。在我国进

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如果不考虑社会效

益、不加强道德观念的正确引导，那只会使人们在观

念上陷入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缺乏思想追求的方向发

展，最终只会使我国的社会发展陷入经济利益追求的

泥潭而迷失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大众媒体能起不到

在新闻舆论中有效的引导作用。 

2) “完美”型与现实间存在差距 

在典型报道中所宣传的典型人物、事件，一方面

在报道形式上过于僵化，从而给受众产生一种缺乏新

鲜的感觉；另一方面在典型报道所宣传的一些典型人

物、事件表现出过于“完美”，从而易于使受众觉得

其与现实存在较大差距而从内心中产生一种逆反的

心理，从而对典型报道失去兴趣。加之，媒体为了突

出典型报道更能吸引广大人们的时代性，往往是只强

调正面的轰动效应，突出宣传效果，突出典型的无私、

光辉的一面，使人们觉得与现实存在较大差距，而对

典型报道失去兴趣。大家都知道，“金无足赤，人无

完人”，完美无缺的人根本不可能存在[6]。既然现实中

不会存在完美的人，随着宣传完美型的典型人物，就

会在人们中产生的一些不信任、怀疑的情绪的产生，

进而发展到对典型报道采取无所谓的态度，严重发展

为对典型报道抵触的情绪。 

同时，对新形势下典型报道不能老是一种格调，

塑造出来的都是“高、大、全”的典型人物形象。多

年来，典型人物报道已经形成这样一套程式：先进 = 

自我牺牲 + 亏待家人 + 几十年如一日忘我工作 + 

最后累倒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3]。更重要的是，由于

担心先进人物的缺点会损害其光辉形象，典型人物报

道大都忽略了先进人物所有缺陷[6]。因为这样的过于

完美的典型人物更能够突出典型人物的伟大形象。缺

乏时代性和典型的个性特点，从而造成不能当前飞速

社会发展下的受众口味变化的需求相适应，从而使受

众缺乏关注的积极性，也就不能使典型报道达到以前

所有过的轰动效应，最终导致社会中对娱乐明星的追

求。而把典型报道中所呈现出的先进人物视为“傻

子”，并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为常人所不能理解，从

而弱化了作为先进典型在社会中的典型示范作用。 

典型报道要在大众媒体迅速发展今天能够吸引

更多人的眼球，最主要是要实现主题的创新，“一旦

这种形式变得司空见惯，受众会毫不犹豫地抛弃”[7]。

加之，个别典型在报道后，不注意保持原先的形象，

也给典型们“抹黑”，从而削弱了典型人物在人们心

目中的优秀形象。 

3) 存在“英雄流血又流泪”现象 

我们从媒体及发生在现实中的一些事情可以看

到，在许多英雄为社会上的一些不良现象作斗争的过

程中难免是英雄自身受到伤害的情况。公安部中华见

义勇为基金会副理事长李顺桃指出：“同样一个行为、

同样一个人，有可能成为人前歌颂的英雄，也有可能

成为人后默默流泪的弱者。”2009 年 03 月 12 日的《法

制日报》还指出“许多地方没有建立见义勇为人员医

疗救助的绿色通道，见义勇为人员受伤住院，往往得

不到及时救助。而建立了绿色医疗通道的地区，由于

医疗救助体系不完善，见义勇为人员的医疗费用无人

支付，给医院带来较大的经济负担，绿色通道往往陷

入尴尬的境地。”[8] 

新闻报道主要报道英雄的先进事件可以催人奋

进，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受了伤的英雄们在受伤

进行医治却被社会或单位所忽视的伤心事件的发生。

大多数英雄们是家庭的主要支柱，他(她)所受的伤不

能得到社会的及时救治，不仅对于英雄的家人来说是

不能接受的，而且对社会也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对于

那些牺牲的英雄们的家庭给予关怀与帮助，是社会应

该给予保护。否则就会造成对英雄们及其家庭造成不

必要的伤害，也会使在社会上产生负面的效应。如果

让英雄流血又流泪，面对家人的责怪、他人的不解和

社会的冷漠，久而久之没有人愿意去见义勇为[9]。 

据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于 2001 年初对历届全国

见义勇为先进分子中 64 位烈士的家属及子女就学状

况进行的调查表明；64 位烈士家庭中，42 家相当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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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人均月收入不足 200 元，29 名烈士子女因困难辍

学、失学。据了解，这些见义勇为烈士家庭长期不能

脱贫，而且数量每年都在增加，2000 年比上年增加了

11 户[2]。 

在社会上还出现着在英雄们奋力与不法歹徒奋

力进行斗争的同时，而围观的观众有的不予以配合、

协助，这些现象也同典型报道中使“典型”形成鲜明

的不协调。同时，对典型事件的人物、事件的后续报

道大幅度减少，使人们产生对典型人物报道的失落

感。 

4) 中西文化冲突 

典型报道作为中国及前苏联新闻传播学所具有

的传统报道方式之一，一度被认为一系列新闻媒介

“推进各项工作的有效方法之一，也是党和人民新闻

事业的重要职能之一”[10]，也是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

乐见的形式之一。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新闻研

究领域与社会经济发展一样，在不断引入西方一些科

学的传播形式与理念的同时，也带来一些西方的价值

观与思维模式，这就给具有东方特色的典型报道及所

倡导的价值观、世界观与人生观造成了一定的冲突。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成分、分配方式开始

多元化，加之在社会转型时期，传统与现代激烈碰撞，

中西方文化交融，社会呈现复杂化局面[11]。因为东方

文化主导勤俭、朴素为时尚的生活方式，崇尚的是精

神和信念的追求；而西方则崇尚自由、享受的西方生

活方式，追求的是物质与感官的享受与刺激。这就形

成了由两种不同文化差异在新闻传播中所产生的文

化冲突，是中西方文化在大众传播迅速发展的今天在

世界范围内所产生的冲突与碰撞。 

所以新闻媒体就要积极发挥包括典型报道在内

的多种形式，在积极汲取西方科学文化的先进的东

西，摒弃起落后的东西，使新闻在一个健康而正确的

轨道上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5) 假新闻贬低典型人物 

随着媒体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一些媒体为了吸

引受众的眼球，在进行宣传过程中为了使典型人物所

表现出更具时代性的特点，违反了新闻报道最基本的

客观事实性的特点，对典型报道中普遍存在着被任意

拔高、随意放大的现象，甚至是制造虚假的新闻的现

象。80 年代中后期到 90 年代中后期，典型人物报道

上这种“假大空”式的写作手法有了一定的突破[12]。 

比如被湖北人所熟悉的、发生在湖北省十堰市某

村党支部书记的报道中，被当地新闻媒体报道为典型

的楷模，并准备在全省各地大力进行宣传“三讲”活

动中的“典型”，后来被发现是条假新闻的不良事件，

一时舆论界哗然。这也使人们对于以往所报道的典型

事件予以重新审视。尽管出现在新闻典型报道所出现

的造假事件是极少数的现象，但对典型报道产生不良

的负面效果却是巨大的。 

我们党一直主张以“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

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

品鼓舞人”，通过树立正确的典型来引导社会的思想，

而不是要制造出虚假的典型的虚假新闻来糊弄人。这

样的新闻不仅不能起到教育人的作用，反而会使典型

报道引入死胡同，这是与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中坚持

新闻的客观性原则相违背的，是得不偿失的。 

4. 我国典型人物报道的特征 

1) 时代性 

对典型人物进行报道，要具有现实生活的社会指

导作用，反映一定时代涌现出来的弘扬时代主旋律典

型人物。“典型报道，尤其是重大典型的报道，需要

紧紧把握时代的脉搏，与时代同振共鸣，捕捉时代旋

律上的音符。”[13]正是由于典型报道中所反映出的时

代性，才使其贴近生活、贴近时代的需求，在现实生

活中产生一定的舆论导向作用。我国关系当前的典型

人物报道，大家就会发现中央各级新闻媒体不断对出

“最美乡村教师”、“最美乡村医生”等一系列报道。

通过这些报道，反映生活在基层生活的普普通通的人

身上所折射出时代性。“正是由于典型所代表的崇高

的、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才会让人肃然起敬，而这

种时代精神往往决定着典型的境界和高度。”因此，

只有具有时代性、能够具有一定的典型高度的典型人

物，在社会现实中所产生的宣传效果相对较好，所发

挥的舆论作用也会更加明显。 

2) 典型性 

所报道的典型人物事迹，既是来自于现实生活诸

多人物之一，但在这些人身上所反映出来的又不是太

平常、太普通的，这些典型具有区别于人物的个性特

征，否则就不能体现出其突出的宣传效果。所以在报

道典型人物时，应该要着重运用人物的个性化语言与

事件，来阐述典型人物的现实中所体现出来的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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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要能够“善于从综合、抽象的事实当中挖掘出具

体的、有说服力的典型事实来，把对事物共性的表达

转化到能够充分体现共性的具体事实上来。”[14]通过

这些人物身上所反映出的，既有普普通通人所具有的

共性特点，也有不同与平常人所具有的典型特性。最

能感动人的就是体现在这些“平常人”身上所展现的

“不平常”之处，所以能否在典型人物中发掘出典型

之处，是一个典型人物能否发挥主要宣传价值的关

键。当然，也不能为了一味突出个人的典型性，而把

一个普普通通的个人宣传成为一个“完人”，这也是

不可取的。 

3) 人文性 

人文的核心是“人”，以人为本，关心人，爱护

人，尊重人。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人类关怀、生命关

怀。人文，首先是一种思想，一种观念，同时，也是

一种制度，一种法律。人文思想是人文制度的理论基

础，而人文制度又是人文思想的实现，人文思想的制

度化，法律化[15]。典型人物报道，体现的是通过典型

人物的言行和事迹，来反映人的本性，体现人的精神，

倡导对人性的尊重。所以大量的典型人物，都是鲜活

的现实生活中的典型代表，脱离现实生活的人物进行

的纯粹的理论宣传是不可能产生生命力的。“从人文

角度出发，新闻传媒的关怀对象，显然应该是人性的

价值、人的尊严和人生的意义。”[13]因此，要体现典

型报道中的人文性，可以在宣传报道中通过对人性中

得以体现出来。 

4) 现实性 

典型人物的现实性，是体现在这些典型人物的的

确确存在现实生活中的人物，而不是存在于文学作品

中的虚构的人物。贴近现实的报道，“并非指概念上

的空间距离，它更深的内涵是缩短记者与典型心理

上、情感上的距离。”[16]对于典型人物报道，必须要

注意新闻报道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只

有真实反映现实的典型人物，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社

会效果，才能发挥出典型报道的魅力。典型人物通过

新闻报道走进人民心里，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17]。

新闻报道的典型人物，必须要是完全真实的，对这些

典型人物的报道是不允许为了达到突出典型人物和

扩大宣传效果而有杜撰和虚构的成分。在具体进行宣

传典型人物的过程中，要如实进行报道，但具体采取

何种报道方式则可以进行策划。 

5. 改变典型人物报道弱化的对策与建议 

5.1. 注重创新 

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新闻媒体面貌日新月异，

新闻的典型报道也要适合社会的发展、人的价值观与

思维模式多元化的新变化，以及受众心理发展的时代

特点，对典型报道在报道形式上进行改变。既要反映

时代主旋律、根据时代的需求、站在时代的高度，又

要在典型报道方式上进行改革。社会中涌现的典型人

物是典型的同时也是我们生活中活生生的普通的人。

对其典型报道要予以适当的提炼加以客观报道，改变

以往典型报道僵化单调的宣传模式，在新时期继续发

挥其更加在新时期的舆论导向作用。创新传播模式，

促进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联动传播，优势叠加，不仅

巩固和扩大了典型宣传舆论阵地，更拉近了典型人物

与受众间的距离[18]。 

5.2. 与时俱进 

首先，随着社会飞速发展，世界向着全球化多极

发展。它的发展对社会、人们的思维产生的冲击、影

响和相应的不同反应，一种观念、一种意识、一种认

识方法都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效应。特别是中西方交流

中会出现文化思维方式的冲突，新的思维模式会打破

国家、民族、种族等传统的思维模式和意识形态，最

终影响到新闻传播中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意

义上的典型人物很多已经无法引起受众的共鸣了。”[19]

新闻报道也只有根据新形势的变化的新特点作出相

应的调整，才能适应社会发展对新闻报道的需求。 

其次，随着社会全球化、集团化发展的同时，各

种新闻媒体也在进行着不平等的传播扩张与竞争。特

别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参与经济活动的主体

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在报刊数量繁多、报纸容

量趋于极限、媒体竞争十分激烈的今天，各媒体侧重

经济利益角度出发点，而对典型报道的社会效益有所

放松，致使对典型的宣传不再有以往的宣传力度。在

加强新闻的客观性的前提下，使典型人物的报道，能

够适应受众的需求，使典型人物的报道更能够“贴近

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让这一传统的宣传工

具，充分发挥其重要的舆论引导作用，成为党和政府

的舆论喉舌，更好地发挥媒体的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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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加大监督力度 

一方面，加强对新闻典型报道的监督，确实做好

新闻的“把关人”的作用，杜绝典型报道中的弄虚作

假现象，树立典型的堡垒作用。对于在典型报道中的

弄虚作假现象要严肃查处，严查造假的媒体和媒体

人。最能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及精神境界，细节可以

说是先进典型人物形象能否立起来的关键[20]。另一方

面，对于典型人物的事后监督力度。既可以通过社会

舆论的监督，也可以通过其所在的单位或所在地基层

组织进行监督。 

同时，社会要建立一个对典型人物由于见义勇为

所造成的被伤害者的国家补偿的保障机制，确保这些

英雄的血不能白流。从而能通过宣扬见义勇为的事

迹，达到实现弘扬正气，通过宣扬正义与道德的力量

正感染着越来越多的人。全社会要齐心协力，不使“英

雄流血又流泪”，也不让以前的典型由于过去的付出

而现在要求享乐而脱离群众的现象，要是典型成为刻

在人民心中永恒的丰碑。 

6. 结束语 

面对近来典型报道的弱化的现象，必须要发挥大

众媒体的社会效应，积极地弘扬主流思想，顺应历史

的潮流与时俱进，积极创新，改变与更新观念，通过

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全方位、多种形式的报道

方式发挥典型报道在新形势下的积极作用，发挥其在

抵御西方价值观中的重要工具，使典型报道在新形势

下得以发挥强大的舆论引导作用，使典型报道在新形

势下呈现出新的面貌并发挥日益重要的舆论导向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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